
第７卷 第１１期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Ｎｏ．１１
Ｎｏｖ．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１１．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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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会计职业能力构成维度、会计职业能力调查分析和会计职业能力标准化梳理国内外会计人员职业能力的
相关研究成果，发现我国会计本科实践教学内容等与会计职业能力的综合培养严重脱节。鉴于此，基于会计职业胜任能

力视角，提出优化实践教学内容、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和科学评价实践教学效果等建议，提升我国会计本科实践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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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会计本科教育体系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教学内容安排和教学方法均以向学生讲授会计

制度规则为导向，这种与商业实践脱离的情境化教学模式已落伍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２０１３年，用
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马德富在中国会计学会会计教育专业委员会年会上表示，企业需要懂管理、兼具

“艺术”与“科学”才能的会计人才，并提出本科会计教育应加强实践技能的训练。“使培养出来的学生

更多地被社会重用”，这不仅是会计教学产品被社会认可的标识，也是检测会计教育水平的依据［１］。鉴

于此，基于会计职业胜任能力视角，研究会计本科实践教学体系对会计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

１　国内外会计职业胜任能力研究现状分析
１．１　国外会计职业胜任能力研究现状分析

一是会计职业能力构成维度研究。１９５９年，美国福特基金和卡内基基金资助的有关工商教育的两
项研究被普遍认为是职业界和产业界对会计教学的关注。两项研究报告提出，会计教学应当由技术导

向型变为管理导向型，尤其要注重“通才教育”。贝德福特报告（ＢｅｄｆｏｒｄＲｅｐｏｒｔ）中指出，会计教育界的
能力供给与会计职业界的能力需求之间存在缺口，提出会计教学应着重强调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并要清

楚会计人员在企业决策中扮演的数据库角色。１９８９年政府白皮书《教育透视：会计职业成功所需的能
力》提出，除去审计、会计学识以外，还应增进学生商业知识、组织知识、通用知识、智力、表达能力的锻

炼。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 （ＡＥＣＣ）对会计教育特别是会计本科教育的改革发表了多份调查报告，着重
强调在复杂而多变的商业环境和信息技术条件下应强化会计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的培育［２］。１９９９年
管理会计师协会（ＩＭＡ）也明确提出会计人员应拥有良好的交流、劝说与指导的能力，会计软件技能、网
络应用能力、运用科技的能力和计算机技能。在澳大利亚，Ｍａｔｈｅｗｓ（１９９０）的报告开始重视会计学生打
交道的能力和通用技能。国际会计师联合会（ＩＦＡＣ）倡导广基础的会计教育模式，并且把要求拥有的能
力划分为职业价值观、技能和知识三大类，会计教育的目的应包括使学生养成对变化适应的能力和持续

学习的能力。美国高等商学院联合会（ＡＡＣＳＢ）在《会计教育认证标准》中提出会计职业的宽泛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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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被反映在会计教育过程中，在以使命为向导的鉴定准则下，会计课程要加强原则、概念、理论和问题解

决的能力，重视批判性逻辑思维能力、口头和书面沟通能力的锻炼。特许会计师公会（ＩＣＡＡ）和澳大利
亚注册会计师协会（ＣＰＡ）的大学鉴定条目中都提出雇主看重的通用技能包括计算机操作能力、解析数
据、文件拟定、调试、持续学习和道德推断技能等［３］。美国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ＡＥＣＣ）在《会计教育的
目标》中提出会计能力框架分三个层次：基本技能、职业技能和发展技能。１９９２年在美国的“ＢＹＵ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ＪＲ．ＹＥＡＲ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ＣＯＲＥＲＥＰＯＲＴＴＯＴＨＥＡＥＣＣ”中将会计职业拓展能力解释为口
头和书面表达能力、自身能力、团队技能、辩证性思维技能、抗压能力等。

二是会计职业能力调查研究。美国咨询机构海德思哲（Ｈｅｉｄｒｉｃｋ＆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对“财务１０００强”的
ＣＥＯ开展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ＣＥＯ最重视 ＣＦＯ的技能递次是系统逻辑思维技能、战略策划技能、领
导才能、创新技能、交流技能、拓展技能、人脉开拓技能。一些针对雇主和职业界对会计毕业生能力期望

的调查显示，能力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存在认知缺口［４－５］。Ａｒｃｈｅｒ等（２００８）提出，虽然８６％的雇主觉
得较好的交流技能比较关键，但大部分对会计毕业生的沟通技能不够满意。Ｋａｖａｎａｇｈ等（２００８）发现，
雇主最希望毕业生能有牢固的专业基础学识、足够的生活阅历和职业资历、通用商业理念、人际关系处

理技能和跨学科应用技能等。Ｊａｃｋ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提出，非技术性能力训练不足是会计专业毕业生的
弱点所在，特别是职业和英语沟通能力相对不足。２００７年澳大利亚教学理事会（ＡＬＴＣ）支持了一项名
为“未来会计：超越数字”的研究项目［６］，提出会计教育部门应增进对会计学生通用能力的训练［７］。像

英国这类当今会计理论与实务比较先进的国家，会计教学的各阶段尤其重视学生的工作独立能力、自学

技能、团体协调技能，善于启发创造性的头脑思维，且提供机会鼓励学生积极展现自身能力。

三是会计职业能力标准化研究。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ＡＩＣＰＡ）于 １９６７年宣告了《职业知识框
架》，标准化了注册会计师的知识范畴。ＡＩＣＰＡ于１９６８年公开了《会计职业的院校准备》，并先后进行
了两次完善；在ＡＩＣＰＡ远景项目（ＡＩＣＰＡＶｉｓ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中，总结了注册会计师的５种关键技能，于１９９９
年发布了《进入会计职业的核心胜任能力框架》，包括会计教育、商学教育和一般教育三大模块［８］，并在

理论上为会计教育从知识型转向技能型提供了支持。澳大利亚特许会计师协会（ＩＣＡＡ）和新西兰特许
会计师协会（ＩＣＡＮＡ）于１９９３年联合公布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职业会计师基于胜任能力的标准》。英
国特许会计师协会（ＡＣＣＡ）于１９９８年发布会计师胜任能力框架。１９９９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公开
了《职业会计师资格要求国际指南》，为各国拟订注册会计师资格教学大纲和要求统一了规范。国际会

计师联合会（ＩＦＡＣ）于２００３年发布《成为胜任的职业会计师》，为职业会计师门槛教育和入职的后续发
展树立了全球规范，成为世界上最广影响、最高认可度的会计人员能力框架［９］。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

会（ＣＩＣＡ）２００４年宣告了《特许会计师能力图》，同年又发布了《特许会计师能力图：ＣＡＳ职业能力理
解》，从胜任领域与胜任能力角度策划会计师能力图。国外相关会计师胜任能力框架的制定为欧美国

家高校会计教育、全球会计教育和会计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１．２　国内会计职业胜任能力调查研究现状分析
刘玉廷（２００４）提出高级会计师应拥有五个方面的才能：较好的理论水平、会计政策的决策判断技

能、在企业实施内部控制和组织的能力、财务管理技能、应用财务信息为决策管理提供建议的能力［１０］。

陈检生（２００５）指出会计人员需拥有八大才能：较好的专业基础知识、正确掌舵与执行规章制度的能力、
全方位协调组织技能、控制风险的能力、创造技能、管理组织能力、沟通技能、掌握相关学科知识的能

力［１１］。曲晓辉等（２００５）基于能力要素法，站在实际社会需求角度利用功能分析法，研究了包括职业价
值观、职业技能和职业知识三大板块的初级、中级和高级会计人员能力框架，且基于层次分析法建立了

能力指标评估体系，以便正确有效地评价会计人员的综合技能［１２］。王晓娜（２００４）、李艳英等（２００５）、
周宏等（２００７）探讨了企业会计人员能力框架以及相应的评价体系［１３］。《中国注册会计师胜任能力指

南（２００７）》中提出注册会计师应当具备职业价值观、态度和道德的综合能力，包含会计本领与自身技
能、智力才能与应用才能、交往沟通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刘彬等（２０１３）调查发现用人单位最看重学
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心理素质能力和职业判断能力［１４］。吴艾莉等（２０１４）提出会计灵商，包括会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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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会计事项的迁移、顿悟、创新和权变的能力与指数［１５］。综上所述，我国政府、职业团体和学术界等一

致认同提升会计职业能力的重要性，但高校会计教育明显滞后，如会计课程强调会计的规则性，忽视会

计的职业判断和决策后果；教育方法采取灌输式的方法［１６］，创新性教学方法相对不足等，这些均导致我

国本科会计教育不能很好地培养适应会计语境变化的人才。

２　提升会计本科实践教学效果的措施
２．１　优化实践教学内容

一是采用“积木式”方法修改会计课程框架。会计课程包括通识教育、一般会计业务教育和高级会

计教育三个模块。如计算机素养、数学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口头书面沟通能力等人文社科知识应在模块

２之前完成，会计程序和实践、财务和管理会计制度、税收制度等一般知识应在模块３之前完成，达到模
块２级别后，实行专业分流，比如进行会计、税务、审计或者财务的高级定向培养。

二是实施“补充式”课程教学。如美国某高校学生每周出席一个可选的补充课程，共有８８名学生
至少参加了一个补充，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学生知识得到改善，且与课程成绩呈正相关。

三是构建实践教学案例库。通过研讨和模拟案例情景，或者以案例分析等书面作业形式，或者举办

学生案例分析大赛，提供让学生体验和感知职业环境中遇到的问题和风险的机会，通过团队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提升会计培训课程的实用效果。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会计培训课程中为实现启发式教学，引

导学生思考而非控制教学过程，以学生为主角，运用场景仿真法设置了课前准备、情景创造、情景演练和

概括总结四个流程，为会计学生更快融入职业生涯提供了捷径。

２．２　创新实践教学模式
一是校企合作的实践教学模式。以学校为主体，结合相关企业会计职位的需求，与企业签署联合培

养合同，企业提供相关职位，并实事求是地参与评判学生成绩等，同时教师也进企业指导学生处理会计

凭证、账簿和报表帮助学生理解会计责任，并担任企业“创意顾问”一角色。如广东金融学院基于基础

素养课程＋专业能力课程 ＋实践技能课程，采用“３＋１”银校合作方式，基于课程 ＋实习 ＋就业的培养
体系，建立产学研一体化模式［１７］。这种“零距离”的校企合作方式，使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面向社会、

企业现代化，杜绝了由于教学僵硬化导致的学生操作技能和创造力受限。

二是在线教学 ＋ｗｉｋｉ在线管理平台模式。采用在线课程管理系统，利用在线教学 ＋ｗｉｋｉ在线管理
平台模式先将程序化的知识以较强感染性的方式传递给学生，比如说利用数字故事教学法介绍财务会

计课程，故事的内容领域从经营理念拓展到业务计划，从数字故事中发现提取重要会计信息。ｗｉｋｉ提供
的跨组织多用户追踪在线平台，使每个学生可以分享信息、创建和编辑整理相关页面、保持用户贡献日

志对所有用户可见。整个管理平台记录团队综合任务绩效和各成员的贡献，为教师基于 ｗｉｋｉ信息快速
判断学习成效和评估学生能力提供了分级标准，并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

三是基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学习社区模式。通过创建学生和老师个人Ｆａｃｅｂｏｏｋ账户，在Ｆａｃｅｂｏｏｋ页面上
融入社会和学术互动，包括学生之间、老师之间和师生之间的交互学习，比如用户利用Ｆａｃｅｂｏｏｋ采用问
题式学习（ＰＢＬ）方法，学生作为专业顾问来解决一系列非结构化、多维的会计问题，增强了学生过渡到
职业身份的发展，鼓励了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用于学术目的发展会计技能，创造了一个积极的学习环境。
２．３　科学评价实践教学效果

一是学生学习效果评价。针对客观题部分，建立计算机评估系统考察概念性问题，学生根据有关会

计提问自由口头回答或者手动选择答案，录音信息统一集中到数据库由老师统一判断评分，手动选择部

分由计算机自动评分；针对学生主观思考问题能力和操作能力部分，可以利用 Ｅｘｃｅｌ设置个性化的会计
问题，例如构建一个不同余额的损益表，每位同学都可进入，定制的问题让学生减少抄袭复制的机会，培

养学生调整表格参数的能力。

二是教师教学效果评价。同样可以设置随堂反馈软件，学生可以登陆平台提出疑惑或建议，及时反

馈给教师，以增加课程的整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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